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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7989《控制图》计划分为以下9个部分:
———第1部分:通用指南;
———第2部分:常规控制图;
———第3部分:验收控制图;
———第4部分:累积和控制图;
———第5部分:特殊控制图;
———第6部分:指数加权移动平均控制图;
———第7部分:多元控制图;
———第8部分:短周期和小批量控制方法;
———第9部分:自相关过程控制图。
本部分为GB/T17989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7870-3:2012《控制图 第3部分:验收控制图》。
本部分与ISO7870-3:2012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358.1代替ISO3534-1;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358.2代替ISO3534-2;
● 增加引用了GB/T17989.1;

———增加术语3.2“拒收过程”,并将3.1的注移至3.2,并将注2修改为“注2:可接收过程域和拒收

过程如图1所示”;
———将8.1.1中的“zασX +zβσX =RPL-APL”改为“zασX +zβσX =RPLU-APLU,zασX +zβσX =APLL

-RPLL”;

———将8.1.1 中 的 “ACLL = APLL +
zα

zα +zβ

æ

è
ç

ö

ø
÷ APLL-RPLL( ) ”改 为 “ACLL = APLL -

zα

zα +zβ

æ

è
ç

ö

ø
÷ APLL-RPLL( ) ”;

———将示 例1中“=10.191+0.5× 10.304-10.191( ) =10.245”修 改 为“=10.191+0.5×
10.304-10.191( ) =10.248”;

———将示例1中“=9.809-0.5× 9.809-9.696( ) =9.755”修改为“=9.809-0.5× 9.809-9.696( )=
9.753”。

本部分由全国统计方法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1)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湖州铭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厦门宇品轩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青岛大学、中国

标准化研究院、湖州弘拓企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丁丽慧、李莉莉、赵静、郑媛、赵超、俞敏、钱鑫晖、杜梅慧、张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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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验收控制图将控制图思想与验收抽样相结合,是用于判定过程是否验收的工具。判定过程验收的

基础可以用以下方面来定义:

a) 来自该过程的产品或服务的指定项目的百分比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b) 该过程是否已经超出某个允许的过程水平域。
与大多数验收抽样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过程可接收性而不是产品的处置决策。
与常规控制图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过程控制中引入了可接收过程的概念。该过程通常不需要单一

的标准过程水平,只要子组内变异处于受控状态并且远小于容忍的波动范围,它就可以在控制限内的任

何水平或过程水平域运行,此时过程仍然是可接收的。因此,假定一些非随机原因会导致过程水平产生

漂移,这些漂移相对而言足够小,仅为了接收而过于严格地控制它们是不经济的。
然而,使用验收控制图并不排除其目的是为了持续改进过程而识别和消除非随机原因。
验收控制图需要检查过程的内在稳定性。因此,使用常规控制图(极差或标准差控制图)监测变量,

以确认子组内固有变异保持在稳定状态。对过程水平变量的统计分布的确认也会提供一些额外的控制

信息。对过程进行初步的常规控制图研究,以验证其使用验收控制图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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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图
第3部分:验收控制图

1 范围

GB/T17989的本部分提供了验收控制图的使用指南,并规定了确定子组样本量、行动限和决策准

则的一般程序。
本部分适用于以下情形:

a) 子组的组内方差处于受控状态且方差估计有效;

b) 已经达到高水平过程能力。
当研究的过程变量服从正态分布时,通常使用验收控制图,在非正态分布情形下也可应用。本部分

的示例说明了这种方法应用在不同场合中的优势,同时提供了确定子组样本量、行动限和决策准则的详

细内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358.1 统计学词汇及符号 第1部分:一般统计术语与用于概率的术语(GB/T3358.1—

2009,ISO3534-1:2006,IDT)

GB/T3358.2 统计学词汇及符号 第2部分:应用统计(GB/T3358.2—2009,ISO3534-2:2006,

IDT)

GB/T17989.1 控制图 第1部分:通用指南 (GB/T17989.1—2020,ISO7870-1:2014,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3358.1、GB/T3358.2和GB/T17989.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可接收过程 acceptableprocess
由具有中心线的常规控制图表示的处于可接收过程域内的过程。

3.2
拒收过程 rejectableprocess
由具有中心线的常规控制图表示的处于拒收过程域内的过程。
注1:在理想情况下,这样的控制图的平均值X 将会是目标值。

注2:可接收过程域和拒收过程如图1所示。有关常规控制图的信息参见GB/T17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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